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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孩子的未來競爭力   
民國 57 年我國開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40 多年來為我國培育量足質優的技術人才，創造了臺灣經濟奇蹟。103 年實施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它不只是接受教育的人數增加及年限的延長，更將帶動整體教育環境的改善與品質的提升。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基本

教育內涵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分為兩階段，前段是

九年國民教育，之後銜接三年高級中等教

育。而後三年，主要內涵是普及、免學

費、非強迫及免試為主。100 年 8 月以後

入學的國中新生適用。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系統架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學費政策 

103 年 8 月起，所有高中、高職（含五專前三年)學生免繳學費，但仍須繳交雜費、代收代付費及代辦費。就讀公

立學校每年約可省一萬多元，就讀私立學校每年約可省四萬五千元。 

對象 100 年 8 月至 103 年 7 月 103 年 8 月起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學生 家戶年所得 114 萬元以下者免繳學費 全面免學費 

私立高中學生 

家戶年所得 114 萬元以下者比照 

公立高中繳交學費 

（如家戶擁有第三筆以上的不動產，其公告現值總和超過 650 萬元

者、或年利息所得在 10萬元（含）以上者則不列入補助） 

全面免學費 

公立高中學生 維持現行收費方式 全面免學費 

入學方式及就學區規劃 

自 103 年 8 月起，將目前的入學方式整合為「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兩種管道。每年 5 月先辦免試入學，每年 6 月

再辦特色招生。國中畢業生 75%以上免試入學，25％以下可參加術科考試或學科測驗，進入高中、高職或五專就讀。各

區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作業要點預定於 101 年 8 月底前公布，各校免試入學超額的比序方式及辦理特色招生的學校及名

額，預定於 102 年 8 月底前公布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教育部網站。 

免試 
就學區 

行政區 
免試 
就學區 

行政區 

基北區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高雄區 高雄市 

桃園區 桃園縣、連江縣 屏東區 屏東縣 

竹苗區 新竹縣市、苗栗縣 臺東區 臺東縣 

中投區 臺中市、南投縣 花蓮區 花蓮縣 

嘉義區 嘉義縣、嘉義市 宜蘭區 宜蘭縣 

彰化區 彰化縣 澎湖區 澎湖縣 

雲林區 雲林縣 金門區 金門縣 

臺南區 臺南市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就學區」是以直轄市、縣（市）行政區為範圍。位於「免試就學區」 

          交界處的學校，可依「共同就學區」方式辦理。目前免試就學區劃分為 15 區。  



   

 

曾文農

承辦學校：國立秀水高工 

  辦理時程： 100 年 9 月 30 日 

  研習人員：台灣省國立暨私立高級職業學校生涯規劃教師、實習處就   

         業輔導組組長、輔導教師或相關教師 ，共計參加人數 96 人。 

  辦理方式：專題演講、分組座談與綜合座談。 

基本資料及 

活動內容之一 

開 幕 式 

 

 

由本校曾錦章校長主持開幕式，校長肯定與會

老師對於學生生涯輔導工作的用心，也對教師

們播出時間參加進修研習的精神感到欣賞與肯

定，同時希望本活動對各位老師能有所助益。 

   專題演講(一) 

高職生涯輔導資訊網絡的研習 

 

 

由本校輔導主任黃麗娟主講，藉此課程推廣高

職生涯輔導資訊網，此網站整合了生涯網絡相

關資訊，希望提供各校資源運用與諮詢之服

務，給高職親師生一個容易查詢和應用的資源

平台。另外，也介紹了許多生涯輔導相關的網

路資源，讓老師們認識與應用。  

        專題演講(二) 

           產業現況、 

趨勢與投入者應具備之條件 

 

由 Career 職涯諮詢顧問許評詔老師主講，以

相當幽默與活潑生動的方式，介紹了目前的產

業現況、趨勢與投入者應具備之條件。透過此

精彩而充實的課程，老師們更能體會高中職學

生在面對未知的人生中將遇到的考驗，並教導

學生如何認識自己且充實自己，成為一個具備

就業能力與優勢的未來工作者。 

本校辦理 100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高職種子教師生涯輔導資訊網絡研習記略 



   

 

專題演講(三)：圓夢領航 

 

本場專題演講，邀請青年輔導委員會李宜靜科長，

為老師演講生涯規劃的各面向。除了提供多數人所

選擇的升學資訊外，更提醒老師升學並非學生唯一

的路。同時也介紹青輔會網站，內容有許多工作資

訊供參考、就業能力的培養及進入職場防受騙秘

笈...等豐富資訊，令老師嘆為觀止並收穫滿滿。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最後的綜合座談與閉幕式亦由曾校長主持，彙

整各位老師對高職生涯輔導資訊網的意見與經

驗分享，以充實高職生涯資訊網內容，提高網

站的運用效能，並供 101 年度起高中職生涯輔

導資訊網整合之參考。 

活動內容之二 



   

 

 

「二林蔗農事件」展覽活動記 略  

10/11 至 10/21 日在圖書館一樓有「二林蔗農事件」展覽活動，展出 25 幅掛圖，呈現日

治時期蔗農遭壓迫的辛酸史，由台灣二林蔗農事件文化協會協辦。二林農會總幹事蔡詩

傑、  講解員魏均榮及中廣記者李河錫蒞校作一節課之導覽活動及報導  

 

二林蔗農事

件  起因 

台灣地處亞熱帶，有豐富的農產資源，日治時期，日本政府以「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為

經濟政策，將台灣視為農業生產基地，以此蓄積日本發展工業的實力，此一政策使得台灣農業

在有計畫的培育之下發展迅速。然而，殖民者的掠奪本質，卻也在農業發展的過程中，嚴重剝

削台灣農民的利益，進而引發許多農民抗爭事件。甘蔗是台灣早期相當重要的經濟作物，由於

氣候合宜，台灣蔗作的產量穩定，向來是日本砂糖仰賴的供應來源。是以殖民台灣之後，日本

政府將製糖業列為在台的發展重心，有計畫的以官商並進的壓迫手段以期獲得更大的利益。日

本政府設立臺灣糖務局，實施「採收區堿制」，以彰化二林地區為例，包括二林、竹塘、大

城、沙山（今之芳苑）等地大部分的甘蔗園，都劃歸溪州的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以下簡稱

「林糖」）管轄。「林糖」為提高利益，對區堿內的蔗農，以各種手段加以剝削，譬如強制出

售高價肥料，或是低價收購甘蔗，甚至是於甘蔗過磅時偷斤減兩，也因此出現了「三個保正五

十斤」、「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諷刺俗諺。貧苦的蔗農明知吃虧受騙，卻求訴無門。 

二林蔗農事

件  始末 

蔗農的百般苦楚看在當時知識份子的眼裡，無法容忍，決定挺身而出相助。二林蔗農事件的關

鍵主導人物李應章醫師，畢業於醫學專門學校及熱帶醫學專攻科，1921 年 9 月回二林開保安醫院濟

世救人服務鄉里，並於同年 10 月 17 日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擔任理事兼二林幹事。回鄉後的李

應章，常騎著摩托車出診，穿梭於鄉間，深知甘蔗收購不公的問題，蔗農所受到的壓榨歷歷在目，

激起他濟弱扶傾的本心，故而會同好友蔡淵騰、劉崧甫、詹奕候、陳萬勤等人研究甘蔗生產成本、

產值與糖廠收益等資料，並邀請「台灣文化協會」理事長林獻堂等下鄉助講，教育農民重新認識自

身應有的權利，也同時協助蔗農向糖廠爭取被剝奪的利益。1925 年 1 月 1 日，李應章等人於二林仁

和宮前廣場召開農民大會，議決組織「二林蔗農組合」。6 月 28 日「二林蔗農組合」正式成立，由

李應章擔任理事長，蔡淵騰、劉崧甫、詹奕候為常務理事，下設監事六位、議員五十人，另聘日籍

台南新報記者泉風浪、台籍辯護士鄭松筠為顧問，代表蔗農與「林糖」交涉甘蔗收購原則。1925 年

10 月 21 日，「二林蔗農組合」在甘蔗採收期迫近之前，協助蔗農主動向「林糖」交涉，提出五大

訴求，包括：採收前公佈收購價格、收購價格由雙方決定、甘蔗過磅要有蔗農參與、肥料自由買

賣、應公佈肥料分析表等，希望藉由這些公開透明的程序讓辛勤耕種的蔗農獲得合理的對待。然而

此番陳情並不為既得利益者所接受。「林糖」於 22 日，在日本警方的保護下，悍然派員至二林庄蔗

園採收，蔗農組合群起反抗，雙方人馬爆發嚴重衝突，「林糖」的採收工作因此沒能遂成。 
日本警方偏袒資方「林糖」的官商勾結，使得原本的商民糾紛，激化成為警民衝突。日本當局

以嚴重的「騷擾事件」為由，於衝突次日調派一百多名巡查進入二林庄內大肆搜捕，先包圍李應章

診所，以煽動罪名拘捕當天並沒有參與抗爭行動的李醫師，並陸續逮捕二林蔗農組合重要成員劉崧

甫、詹奕候、蔡淵騰等 93 人，對其嚴刑逼供且予以起訴。1926-27 年二林蔗農事件公審期間，同樣

是為弱勢農工喉舌的「日本勞動農民黨」，特地指派麻生久與布施辰治兩位著名的人權律師，義務

到台灣來為二林蔗農辯護。在「台灣農民組合」的安排下，日籍律師巡迴全台各地舉辦演講，呼籲

農民團結一致，對抗不公義的壓迫。此番台日連線、知識份子與農民並肩作戰，在一向沈靜的社會

底層掀起了廣大的波瀾。1927 年的二次公審，在檢察官要求「無罪的要求有罪，有罪的要求加重」

下，30 人被判刑，其中領導人李應章被判懲役 3 年，為刑期最重者。 

李應章  

李應章 出診 

詹
奕
候
、
謝
春
木
、
陳
大
福
合
影 

 
 

詹奕候   蔡淵騰  日治時期甘蔗過磅情形 二林事件第二審公判紀念合影 



   

 

       本報發行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家長、學生、校友及教育先進。 

       訂閱或退報請 email ： tsainssivs@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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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林蔗農事件意義 

如同李應章一般，「二林蔗農組合」裡許多中堅幹部，都是衣食無缺、家當豐富的中

產階級，他們之中有知識份子、有醫生，更有地主和工廠老闆，大可安心的過太平生

活，根本無須冒此生命危險。然而，血液裡的同胞情誼與胸懷中的是非之心，讓他們毅

然決然的挺身與蔗農站在同一陣線，也因此在台灣農業發展史上留下了動人的身影。 
 
「二林蔗農事件」雖然是一未經精心策劃的偶發衝突，但事件的本質，實乃源於資本

階級「林糖」勾結日本政府，經年累月欺壓二林地區的蔗農，使得人民忍無可忍，經過

幾番陳情、投訴皆得不到妥善的回應，才齊力奮起反抗。而且此一地區性的事件，在眾

多知識分子的競相走告、以及巡迴演講的宣傳之下，更引發了台灣人民的共鳴，這種來

自廣大社會底層的反彈力道之大，不僅導致「林糖」之後因無法繼續經營而轉手，亦促

成了台灣各地的「農民組合」如雨後春筍般的紛紛出現，同時「台灣農民組合」此一全

島性的組織，也在簡吉、黃石順、趙港等人的奔波下，於 1926 年 6 月 28 日成立。 
 
雖然二林蔗農事件的訴求並未被接納、參與者還接連受到判刑，就抗爭活動的本身而

言，並不算成功。但一把在偏遠村庄之官民對立的火炬，燃起了日後將近是三萬農民的

反動，且連帶著促使了社會主義思想在台灣的廣佈，以此觀點來重新審視「二林蔗農事

件」，則我們必須同意，「二林蔗農事件」是 1920 年代後期此起彼落的反抗運動中，開

創先河的重要指標，它不僅以實際行動向世人展現了理直氣壯的生存態度，更推動了一

波又一波無法停歇的風起雲湧，這種熱血奔騰的氣勢與影響力，絕對值得我們為其在台

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與社長林熊徵 

甘蔗採收搬運圖 

 
蔡詩傑、 曾校長及 講解員魏均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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